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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在我国很多城市和地区,都在积极的发展智慧城市。这一过程中,可以合理运用地理信

息科学技术。基于此,文章简要介绍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与智慧城市的内涵与关系,重点分析地理信息科学

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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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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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cities and regions in China have been actively developing smart cities. In this 

proces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n be used reasonably.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onnotation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smart 

city,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of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smart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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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包含多种不同的类型,且与城市建设与

发展之间存在十分密切的联系。近年来,我国的城镇化建设水平

不断提升,众多城市也在积极的进行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这一

过程中,多种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并被积

极地应用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之中。 

1 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与智慧城市  

1.1地理信息科学技术 

地理信息科学技术是一类融合了地理学和信息学等不同学

科内涵的技术,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类型,例如遥感技术和网络

GIS技术、全球定位系统,以及三维仿真模拟技术、数字地球技

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等等。在城市发展中,上述技术得到了日益广

泛的应用,在提高城市建设水平,改善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 

1.2智慧城市 

1.2.1智慧城市的定义。智慧城市指的是应用各种网络信息

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手段,将信息化建设和城市管理紧

密的融合在一起,不断提高城市资源的配置水平的城市类型,属

于城市发展的高级阶段。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

水平不断提升,各种新型的信息化技术手段也不断的涌现出来,

并被积极 的应用于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之中。因此,我国的

智慧城市市场规模也呈现出日益扩大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中国

智慧城市市场规模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近年来中国智慧城市市场规模统计结果 

编号 年份 智慧城市市场规模

（1） 2016年 1.1 万亿元

（2） 2017年 6.0 万亿元

（3） 2018年 7.9 万亿元

（4） 2019年 10.5 万亿元

（5） 2020年 14.9 万亿元

（6） 2021年 19.3 万亿元  

表格数据来源：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 http://www.ccit.org.cn/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智慧城市建设力度,在城市数字化管

理和可持续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不断加大,整个智慧城市市

场支出规模不断增加。相关统计过结果显示,截止2020年,我国

的智慧城市市场支出规模已经达到259.0亿美元,高于全球平均

水平。近年来中国智慧城市市场支出规模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近年来中国智慧城市市场支出规模统计结果 

编号 年份 智慧城市市场支出规模

（1） 2016 年 147.0亿美元

（2） 2017 年 173.0亿美元

（3） 2018 年 201.0亿美元

（4） 2019 年 229.0亿美元

（5） 2020 年 259.0亿美元

（6） 2021 年 285.8亿美元
 

表格数据来源：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 http://www.ccit.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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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智慧城市的本质。从本质角度进行分析,智慧城市的

建设与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对城市进行管理和建设,提高城市管

理的精细化水平,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

展,改善各种政务工作的水平,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城市环境。例

如,通过建设智慧城市,可以为公众提供多种智慧化的在线服务,

满足公众日常的各种需求。同时,城市的相关部门还可以通过应

用过一定的大数据技术和地理信息科学技术等来实现对各种城

市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分析,以更好的进行科学的决策,提高整个

城市的规划水平[1]。 

1.3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与智慧城市的关系概述 

智慧城市与建设、发展与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十

分密切的关联。首先,应用一定的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可以帮助

相关部门更好的对城市发展相关的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的数

据信息进行快速的采集和整理,为智慧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和

顶层设计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其次,地理信息科学技术类型多

种,功能强大,可以实现对各种信息的快速采集和共享、分析,

进而为政府各项决策以及工作计划的制定提供更多可靠的参考

依据。例如,应用一定的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可以对城市的交通

系统进行更为科学的管理,提高交通系统的智能化水平。通过对

实时路况的分析,及时做出车辆分流的处理,以数据为基础的交

通管理方式比一味的拓宽道路更加有效。这对提高政府部门的

工作效率,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城市管理与规划水平。为公

众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服务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2]。 

2 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在智慧城市中的应用分析 

2.1城市规划 

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城市规划是十分重要的

内容。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进行合理的城市布局,并进行科学

的区域划分。在智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地理信息科学技

术可以用来对各种城市空间资源进行快速、完整的获取。这一

过程中,首先可以借助一定的地理智能信息测绘技术对城市的

整体情况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通过数字化测绘,获得大量不

同领域的数据信息,例如气象和水文以及交通数据信息等。其次,

可以应用一定的地理信息技术分析软件,对所获得的数据信息

进行处理和分析,得出更为科学和直观的分析结果,为城市的建

设与规划提供直观的参考依据。在智慧城市建设中,需要从长远

战略发展角度出发,对整个城市的空间进行科学规划。这一过程

中,同样可以积极的应用各种地理信息科学技术。通过合理选用

不同的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可以快速的获得整个城市的地理空

间信息,结合当地的行政规划以及城市发展战略,更为立体、全

面、科学的分析城市不同区域的特点以及分布变化情况,评估其

空间规划的科学性[3]。同时,还可以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实现

对各种统计数据的挖掘与分析,进而帮助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及时的了解不同社会经济区域在相关统计指标方面的数据分布

特征以及变化规律。通过数据挖掘,提取城市信息,如水体、道

路、植被、建筑物、屋顶的不同建筑材料等信息的提取,最终得

到综合信息产品。通过综合分析和考量,可以为城市的区域规划

与整体布局、框架构建等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技术与数据支

持,促进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 

2.2交通管理 

城市中生活着大量的市民,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十分繁忙,

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为了保持良好的对城市交通状

态,满足人们日常出行的需求,需要做好相应的交通管理工作。

在城市交通管理中,在对不同的道路进行规划和管理的过程中,

涉及到海量的信息和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和信息进行获取、

汇总、分析,可以帮助管理人员更好的掌握城市交通情况,进而

有针对性的进行城市交通管理。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可以应用

一定的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例如遥感技术来对各种城市交通相

关的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和分析。遥感技术与卫星导航技术等技

术融合,可满足用户对于交通基础设施大范围、精细化的实时动

态监测管理需求,大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运行服务能力。在完成

数据信息的采集与分析之后,可以建立与其相对应的图形,直

观、全面的展现出图表之间的关系。对于所获得的图表和数据,

还可以结合智慧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需求,进行一定的修改或者

决策。这一过程中,可以应用一定的遥感技术分析方法,例如缓

冲区分析法以及叠加分析法等。例如,在对城市中的公交路线和

站点进行规划的时候,借助遥感技术可以对特定区域的公交路

线及站点信息、交通状况信息等进行快速的获取,并进行综合性

的分析。最终得出最为科学的交通规划,为公众的出行提供更大

的便利[3]。 

2.3旅游信息服务 

现如今,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旅游服务的需求也越

来越高,不同城市和地区的旅游业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智慧

城市建设中,如何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旅游信息服务,也成为一项

十分重要的工作内容。这一过程中,可以尝试应用一定的地理信

息科学技术。借助一定的地理信息科学技术,可以帮助旅游管理

等相关部门快速、全面的掌握本地区的旅游空间资源分布情况,

以及各项细节信息。之后,通过对各种信息的汇总和整理,发布

在官方网站等平台上,可以为广大市民的旅游出行提供可靠的

信息支持,帮助市民更好的进行旅游路线选择和出行方案制定。

同时,应用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中的三维图像展现等技术,还可以

对不同旅游地区的整体地容地貌等进行直观的展现,并 为市民

们提供一定的定位服务。于是,市民可以通过网站及时的了解到

不同地区的旅游资源状况,并结合自身需求,选择感兴趣的旅游

目的地。 

2.4土地确权 

土地确权指的是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的确

认、确定,在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土地,对不同类型的土地进行科

学管理,一直都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发展智慧城市的

过程中,更需要高度重视城市中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并做好相

应的管理工作。其中,土地确权是土地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之

一。但在以往传统的土地管理工作中,在进行土地确权的时候,

采用的往往是传统的人工为主的工作方式,容易出现一定的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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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且工作效率较低,影响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发展。针对这一情

况,可以选择应用一定的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例如,在土地确权

工作中,人工测量不仅容易出现误差,人力成本耗费也极大。因

此,在对土地位置、面积进行确认时,可以选择使用地理信息科

学技术中的遥感技术。该技术所获取的图像空间分辨率较高,

如今测量精度可达到亚米级,可以较为方便快捷的完成土地确

权外业工作的指认工作,相应的土地边界也更加清晰和准确、精

细。最终完成土地确权相关数据的整理和编辑等工作,建立数据

库。通过这一方式,可以为城市土地管理部门各项工作的开展提

供重要的参考和极大的便利,同时也能够为智慧城市的建设提

供重要的基础和条件。 

2.5古建筑保护 

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历史,在很多城市和地区,都分布

着大量的古代建筑。在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还需要对这些古

建筑进行科学、妥善的保护。为达到上述目标,可以应用地理信

息科学技术中的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对城市中的一些古建筑进行

扫描。通过扫描,得出精确的建筑相关数据信息。同时,还可以

用点、曲线、多边形、曲面等多种形式描述出立体模型的形体

来,并构建古建筑物的三维模型。利用点云数据还可以完成模型

的构建工作。之后有关部门便可以结合获得的信息和模型,对不

同的古建筑进行针对性的保护。 

3 总结 

总之,智慧城市与各种地理信息科学技术之间存在着十分

紧密的联系,在建设与发展智慧城市的过程中,还需要不同的城

市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认真分析智慧城市与各种地理信息科

学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合理的选用一定的地理信息科学

技术之间对城市的交通规划、土地管理、政务工作等予以完善,

以更好的促进城市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造福更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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